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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频频来，正常不正常？
本报记者采访气象专家，六问大雾天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本报讯 连日来，全国
多个地区被大雾笼罩。这种
大雾天气秋冬季节常见，不
仅交通出行受影响，诸多健
康隐患更不容忽视。对此，
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柯会星提醒做好
防护措施：

一、要注意保暖，出门
前多穿件衣服。大雾天气温
较低，空气潮湿，不注意很
容易生病；

二、如果在外呆的时间
较长，回到家后一定要及时
洗脸、洗手、漱口。值得一提
的是，很多人虽然发现雾天
鼻子比平时脏，但往往忽略
了鼻腔的清洗。实际上，外
出回家后，用棉签蘸点自来
水或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很
有必要。 据《生命时报》

雾天也要保暖

应该勤洗口鼻

进入12月以来，大雾天气频繁登场，成为天气舞台上的焦点。伴随着大

雾的是纷至沓来的种种疑问：这到底是雾还是霾？对空气的影响有多大？大

雾预报的准确率为什么低……对此，本报记者对省气象台预报员和气象专

家进行采访，以期解答这些疑问。

与大雾天气一样令
人关注的还有，不少人
提出气象部门和环保部
门公布的测量数据和居
民的感受出现了比较大
的出入。对于这个问题，
气象专家认为，今年大

雾天气具有覆盖范围
广、持续时间久的特点，
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不
便，因此对大雾印象深
刻。环保人士则表示，我
国目前监测的空气质量
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

的悬浮粒子(PM10)，但
大气悬浮物中对健康危
害最大的是直径小于2 . 5
微米的颗粒(PM2 . 5)。因
此，公众感觉空气污染很
重，但数据上还是轻微污
染甚至良。

为啥感受与数据不一致？

省气象台预报员介
绍说，雾和环境污染没
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
大气污染严重时，如果
出现了大雾天气，会加
重污染程度，甚至造成
严重后果。

据了解，1952年12
月5日-8日，伦敦发生了
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

事件”。仅仅4天时间，死
亡人数达4000多人。两
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
陆续丧生。

来自果壳网的信息
显示，雾和污染物相互
纠缠。雾本身是一种自
然的天气现象，即使没
有人为污染，雾照样会
发生。但是这不意味着

雾的发生频率和污染没
有任何关系。颗粒污染
物，尤其是吸湿性的颗
粒物为雾的形成提供了
丰富的凝结核，有利于
雾的发生。反过来，雾天
的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
物的扩散，使城市的空
气质量不好，也是不争
的事实。

大雾频发是否因污染加重？

近 日 ，济 南 、德
州、聊城、东营、滨州、
淄博等地大雾弥漫，
走在路上，呼吸都不
那么顺畅。很多市民纷
纷猜测：“这是雾还是
霾？怎么感觉空气这么
脏？”

省气象台预报员
介绍说，这是雾，不是
霾。“雾与霾是不同的
概念，区别在于发生霾
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
中的相对湿度是饱和
的。一般相对湿度小于
80%时的大气混浊视

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
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
湿度大于80%时的大
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
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
成的。霾一般看起来呈
黄色或橙灰色，而雾看
起来呈乳白色或青白
色。简单来说，干燥气
候条件下地面浮尘易
形成霾，而这次大雾天
气主要是由于今年冬
天以来雨水比较多，空
气湿度大造成的，所以
比去年雾多。去年干
旱，水汽少，雾也少。”

降的是雾还是霾？

1.

2. 有读者反映，虽
然天气预报中涉及的
大雾地区并不包括自
己所在的地区，但当
地还是出现了雾，而
且这种频率较高。“为
啥大雾预报准确率感
觉不如雨雪高？”

省气象台预报员
介绍说，雾的预报是
世界性难题。从大气
角度来讲，雾基本上
是在 400米以下的浅
层。雾的生成条件决
定了雾的分布是不均
匀的，不像降水是大
范围的。雾是局部地
区的，有时雾的范围
只有几百米，而监测
仪器的尺度都很大，
这样就很难监测到。

而且有时雾生成得特
别突然，轻雾在数分
钟内就能变成浓雾。
最难的部分在于地面
条件的变化迅速，空
气湿度等条件因子发
生变化也比较快，这
样就给雾的监测预报
增加了难度。

“对于雾的观测，
气象部门主要以观测
站的观测为基础，包
括目测(人工观测)和
器测(自动能见度仪)，
但是，雾的预报无论
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理
论上都还不够完善。
对于雾的研究较少，
历史资料不够完备。
所以，预报准确率比
雨雪低。”

大雾预报为啥不太准？

3. 这 次 大 雾 范 围
广，涉及我国九个省
市，影响时间长，大雾
已持续三四天。“这样
的大雾天气正常吗？”
有市民发出疑问。

气 象 专 家 介 绍
说，大雾天气并不算
是突发性天气，也不
属于极端天气。每年
深秋初冬时节，也就
是1 2月份，都会出现
持续性的大雾天气，

持续一周的大范围雾
天还是比较常见的。
这次大雾强度大、范
围广、持续时间长，与
前期的雨雪天气过程
有关。

济南市气象台的
历史资料显示，12月
份济南出雾的日子最
多，平均为3 . 3天，其
次为1 1月份，平均出
雾日3天，1月份平均
出雾日2 . 6天。

持续大雾是否正常？

4. 大雾令环境空气
质量显著降低，济南市
空气质量日报显示，5
日，济南空气质量中度
污染，污染指数226，空
气质量五级，首要污染
物为可吸入颗粒物。这
是自1 1月8日入冬以
来，济南市空气质量最
差的一天。上一次空气
质量中度污染发生在
11月26日，但污染指数
比5日低，为222。

记者查阅济南市十
天内的空气质量日报发
现，11月26日至12月5

日，济南市空气质量两
天轻微污染，一天轻度
污染，两天中度污染，空
气质量良好率只有50%。

济南市环保局有
关人士解释称，大雾天
气持续出现，加之济南
市区近地面风速较小、
空气相对湿度较大，大
气低层出现逆温现象，
这些不利的气象因素叠
加导致污染物在空气中
不断累积而不易扩散，
造成本次可吸入颗粒物
长时间维持在高浓度水
平，一度达到重度污染。

大雾对空气影响几何？

5.

6.

▲5日，在济南泉城广场，市民大雾天选择戴口罩出行。 实习生 姜文洁 摄

格特别提示

本报济南 1 2月 5日讯
(记者 李钢 任志方) 5

日，记者从省城各大医院了
解到，由于连日的大雾，呼
吸系统疾病患者急剧增多。

记者在多家医院看到，
在医院的耳鼻喉科候诊区
里，有不少老年人的身影。
齐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
师栾信庸告诉记者，最近几
天来医院里看耳鼻喉科的
人能占到一半。“主要是上
呼吸道感染造成的咽喉炎
症。”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五科副主任医师周传林
说，他尤其提醒那些有晨练
习惯的市民，大雾天气不宜
在室外锻炼，因为锻炼时的
大量换气，更容易将雾气吸
入体内。此外，雾天空气湿
度较大，会影响运动时皮肤
的散热，容易让人感到头晕
气闷。有晨练习惯的市民可
在太阳出来后再锻炼。他同
时提醒广大市民，要多吃水
果蔬菜，增加维生素，增强身
体抵抗力。如果不得已外出，
最好戴纯棉口罩。身体如有
不适，应尽快就医。

雾天不宜锻炼

多吃水果蔬菜

本报讯 每逢雾天，彩
电、电脑显示器有些像“变
色龙”，总有一道道浅绿色
的横条像龙卷风一样“刮”
过屏幕。

一家大型电器经销商
的维修部主管施先生表示，
遇到持续的大雾天气，各种
家电的送修数量都会增加，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就是
显示器类家电，主要是由于
受潮。施先生表示，雾天最
好不要开门窗，防止潮气进
入室内。家电最好每天都要
启动使用30分钟左右，利用
家电自身发热来驱逐湿气，
传真机、复印机等，在潮湿
天气最好不要拔电源。

据《大连晚报》

显示器类家电

雾天容易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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